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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化景观营造研究 

——以泰州市秋雪湖南舍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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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此前快速化农村建设过程中，缺乏宏观调控和科学措施，导致较多乡土生态和本土文化被破坏与遗

忘，传统乡村文化景观逐渐被边缘化与孤岛化，破坏较多。但乡村文化空间亦是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多样

化发展的重要空间，如何保护乡村文化景观，实现其景观的再生与可持续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乡村文化 景观营造 吉祥文化 

【中图分类号】TU982.29【文献标识码】A 

乡村文化景观属于地域文化景观，是存在于特定的地域范围内的文化景观类型，是在特定的地域文化背景下形成并留存至

今，是人类活动历史的纪录和文化传承的载体，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其存在价值有助于维持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的景

观体系，使文化景观具有更好的识别性。如何认知地域文化，包含两方面：（1）历史发展、形成、累计和继承了大量的地方文

化，并逐步形成了代表一个地方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2）具象的能充分体现出地方性和自然性特点的自然要素、生态过程与

生态功能。 

乡村文化景观相较于其他地域更为贴近自然，介于城市景观和纯自然景观之间，成为一种独具特色文化生活的田园景观。

但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大量城市化设施投入乡村建设，带来便利和现代化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对乡土生态和文化造成

了一定的冲击，造成乡村文化景观缺失，整体风貌大多较为相似，千篇一律。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乡村文化景观的振兴被摆在重要位置，如何实现乡

村文化景观的保护与更新、了解其演变机理与演化过程是研究乡村文化景观复兴的重要内容。 

1 乡村文化景观的现状 

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注重文化传承与时代发展的结合,使得新农村建设有着长远发展。与此同时也发现一些问题急需解

决：（1）我国地广物博，各色乡村成百上千，类型多样，基础条件各异，因此不同地方需求不同，解决问题的难度千差万别，

这需要因地制宜，分类研究；（2）传统的文化整合方式较为单一，只注重个体单项保护和修复，使传统文化景观被孤立，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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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孤岛化”现象，景观整体的连续性和有机性遭到破坏，难以体现乡村区域整体效果，适应地域文化底蕴要求。如何深挖乡

村文化，重拾场所记忆，展示人类文化生活脉络，贴近乡村自然生境，真正整合并系统地运用到乡村文化景观传承与创新发展

中值得深入探究。 

2 乡村文化景观营建——以泰州市秋雪湖南舍村为例 

秋雪湖南舍村作为三水交汇地，寻踪南舍村与“三水”之间的因缘，打造三水文化景观，将三水文化故事挖掘与阐发，意

图探索城市起源，进而彰显泰州独特的水韵格局，为水城风光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亦为乡村振兴，带动乡村产业发展作铺

垫。 

2.1研究背景 

近年来，泰州市深入贯彻落实习总书记的系列讲话精神，把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放在重要位置，将“吉祥”作为城市文化

的主题，积极创建“中国吉祥文化之乡”，并在全国率先获得了这一命名。在此基础上，积极建设一个吉祥文化集中展示地，

彰显吉祥主题文化，注重文化大熔铸，彰显城市文化个性,市多个地域的改造提升中嵌入更多吉祥文化元素。 

2.2地域文化 

泰州古称海陵，地处长江尾闾、淮河下游、黄海之滨，江淮海在这里激荡汇聚，形成特有的水文化，故人们常常称这里为

“三水”。泰州的“泰”字可分解开为人在三水中，这正是泰州的真实写照，可以说三水文化是泰州这座城市的重要吉祥文化。 

秋雪湖南舍村有一条泾渭分明的清浊水带，一侧似为浩瀚的长江水北上，另一侧则似为淮河之水南下，加之接通鳅鱼港的

一条建于六百多年前联通大海的泰东河。在南舍村，依稀还能够看到那分水线，枕水而居，傍水而兴，仿佛看到了当下的江淮

海三水在这里汇聚，将“三水”重新展现在世人的眼前。 

2.3文化景观要素 

归纳秋雪湖南舍村文化景观要素如下： 

（1）自然景观：乡村被水环绕，水资源丰富，周边有一些零星林带。 

（2）地域人文：有关三水的人文故事和村落人文传承，如南舍公约。 

（3）历史环境要素：秋雪湖南舍村作为三水交汇地，江淮海三水在这里汇聚。 

（4）农田产业：乡村周边以大面积农田为主。 

2.4整体策略 

通过设计助力乡村振兴，将延续传统乡村文脉、强化乡村风貌特色，活化乡村产业特色与村落改造相结合。整合乡村现状，

尊重场地机理，最大限度的保留河流与土地的前提下进行重新设计规划，将商业、人文、游憩和生态四个元素综合考虑,以崇尚

自然、加强人文环境为出发点，打造成第三产业带动型村庄，形成独具特色的乡村地域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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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设计构思 

根据场地现状进行空间划分，如三水交汇区、生态文化区、农耕风景区、原住民区、田野民宿区等，相互交融渗透，如图

1,图 2。 

 

以吉祥文化为主题有景观三大分区，通过“展现、展示、展览、展演”四种处理方式形象生动的将文化主题与日常生活紧

密联系。（1）“三水交汇区”——将村落中三条河流交汇处扩大化做成景观，取意百川归一。临水而居，村因水生，打造人在

三水中的景观风貌；（2）“生态文化区”——通过人工的元素的添加,如如意广场、吉祥文化景墙等,结合乡村文化,展示丰富文

化故事，并组织展演当地技艺、表演、传统民俗等非物质文化,加深文化参与性和趣味性；（3）“农耕风景区”——保留周边农

田，大力发展乡土农业和休闲农业，用有限的农业资源，实现无限的创意。通过艺术化处理形成具有吉祥元素的稻田画，增设

浮空栈道，成为一种大地艺术，兼具美学与农业价值。 

此外借由第三产业带动乡村经济，设有田野民宿区、现代民宿区。民宿给需要逃离市井躲避喧闹世界的游客提供可以享受

的闲暇时光，作为寻觅归属感的最佳地方，让疲惫的心灵得到宝贵的歇息机会，找到久违的归属感，感受田野边的清晨和夜晚

的星空。 

2.6村落整治 

尽可能保留居民房屋和周边农田整体风貌，统一规划，主要内容包括道路、建筑、院落、绿化等方面。如村间道路在通畅

的前提下，迎合景观要求，采取自由式的布局形式；修复村内特有的泰式民居，做到修旧如旧，并将堵塞道路和危险易塌的房

屋修缮；规划延续现有院落肌理和庭院组织手法，对于占道的院落加以整治；充分利用空余地块，规划公共绿化空间，美化村

落景观。 

2.7绿化设计 

整体绿化以当地原生树种、经济作物、果树为主，因地制宜。保留大面积稻田和果林外，依据场地分区，四季采用不同的

主打色，季季有景，景色不同，节点处设有乡土观赏性植物组景。2.8设施设计 

乡村设施设计主要为信息服务型设施如信息咨询处、指路标志、导游图；功能服务型设施如路灯、座椅、垃圾桶；审美型

设施如景观雕塑、环境小品、花坛、喷泉等。整体风格统一，以人为本，选材朴实多以农村基建材料为主，融入文化元素，增

添乡村的文化气息和时代风格。可以说，别具匠心的公共设施设计，它在丰富和美化生活空间的同时，能让游客感受乡村的独

居特色与温暖贴心。 

3 乡村文化景观的思考 

乡村振兴需要依托自然、适应自然、因地制宜。在新农村进程中，从传统乡村独特的自然形态和人文价值出发，以艺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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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视角介入乡村振兴，有助于实现传统乡村自然美与人文美的回归。目前，关于乡村文化景观营造的研究中，发现一些问题

与趋势。 

3.1存在的问题 

乡村文化景观研究存在的问题：（1）受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完整的村落景观被逐步分割，局部区域呈现“孤岛化”和“破

碎化”现象。（2）其景观营造的处理手法类似，趋于同类化，缺乏对乡村发展脉络整体性研究，挖掘特色性文化景观和传统村

落的保护、规划与管理途径研究。 

3.2发展的趋势 

乡村文化景观研究的发展趋势：（1）指定相关政策，推动乡村文化景观的复兴，建立指导方针与运行措施，构建乡村文化

景观保护一体化途径。进而推动景观资源可持续利用和乡村文化景观整体性保护，达到振兴乡村的目的。（2）与时俱进，紧跟

5G通讯的脚步，运用智能数字化信息技术设施，建立现代化的乡村文化展示模型，通过裸眼 3D技术展示，增强文化互动性与参

与性，进而推动乡村文化景观在新农村建设和地域文化景观保护中的传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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